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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域综合治理对减轻洪涝灾害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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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山东省 中南地 区 1 99 1年 7 月 23 日至 24 日降了百年不 遇的特 人暴雨
,

造成该地区严重的洪

涝 灾害
。

在洪水过后
,

作者 即赴平 邑
、

蒙阳
、

沂南三县选择有代 表性的小流域进行了调查对

比分析
。

结果表明
:

凡是综合治理较好的小流域
,

各项水保措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

蓄水保

土和防洪效益 明显
,

大大地减轻了洪水危害和洪 灾造 成的损失
。

同时作者综合调 查 研 究 资

料
,

提 出了进一 步搞好水土保持工作的儿点建议
。

关健词
:
小 流域 综合治理 水土保持 特 大暴雨 洪涝灾害

防洪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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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 n e f i t

山东省中南地区 1 9 9 1年 7 月 23 至24 日
,

遭受暴雨袭击
,

尤以平 邑
、

蒙阳和沂南三县最大
,

降

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
,

20 小时内平均降雨量 2 9 8
.

8 m m
,

最大降雨量达 4 06 m m ,
并造成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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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涝灾害
。

洪水过后
,

笔者即赴三县进行了水土保持措施对减轻洪涝 灾害的调查
,

结果表明
:

凡

是经过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小流域
,
各项水保措施基本上经受住了考验

夕

减轻了洪水危害
,

发挥

了蓄水保土和防洪效益
,
减轻了洪灾造成的损失

。

现对调查结果作如下分析
。

一
、

水土保持措施的削峰拦沙效益

在调查中
, 我们选择 了 4 条小流域

,

即平 邑县大埠槐小流域和明光寺小流域
; 蒙阴县石泉小

流域和温村小流域
。

该对 比的小流域位置相邻
,

地质条件相同
,

这次暴雨的雨量 相 近
,

有 可 比

性
。

实地测量了小流域洪水断面和沟道土石沙淤积量
夕

采用实际洪水调查等
,

并运用水文知识的

计算方法
,

比较了治理前后及治理程度有差别的小流域削减洪峰流量和拦沙效益的大小
。

(一 ) 削减洪峰流 t 在调查的 4 条小流域中
,

侧重比较 了平 邑县的两条小流域
。

大埠槐小

流域 1 9 8 2年开始治理至 1 9 8 7年经过初步治理
, 已验收合格 ; 明光寺小流域 1 9 8 7年仅治理 了一年

,

以后再没有继续治理
。

两条小流域均在平 邑县魏刘乡
,

属于沂河水系
,

岩石是风化片麻岩
。

这次

暴雨两个小流域 2 4 h 降雨为 2 65 m m 以上
。

其治理情况见表 1
。

经计算结果表明
:

在相同的降雨条件下
,

纵向比较大埠槐小流域治理后比治理前削减洪峰流

量 1 7 3
.

8 m
“

s/
, 削减洪峰效率为 5 8

.

6 % ; 而明光寺小流域削减洪峰流量 57
.

l m
“

/
s 夕 削减洪 峰 效

率为 9 % ;
横向比较这次暴雨下

,

治理程度不同
,

其单位面积产流量也不 同
,

大埠槐 小 流 域 每

I k m
“
产洪峰流量为 1 2

.

2 7 m
“

/
。 ,

明光 寺 每 I k m
Z

产 洪 峰 流 量 为 1 9
.

3 5 m
“

/
、 ,

二 者 相差

7
.

o s m
“

/ s ,

详见表 2
。

表 1 大埠槐
、

明光寺小流域治理情况比较

项 日
水土流失

面 积
( k m

Z )

治理面积

( k m
Z )

治理程度

( % )

水保林
面 积

(亩 )

经济林
面 积

(亩 )

水平梯
田 面积

塘坝

(座 )

谷坊

(座 )

环 山路 ( m )

大埠槐

{
!

…
8

·

`

…
2 7

.

2

8
。

4

明光寺

…
}

1

…
表 2

5 0 0

4 0 0

1 9 90 1 2 0 0 2 2 0 0 0

大埠槐
·

明光寺小流域削减洪峰流皿比较

覆度)草%林盖(

项目
总 面积

( k m
Z )

治理程度

( % )

拦沙效益 } 2 4 h

( % )

降 雨
( m m )

削减洪
峰效率

( % )

治理后单位

面积产 流量
( m

3
/亩 )

les!71 |川州」

大埠槐 2 6 5

2 8 7

2 9 6
.

5 3

明光寺 6 3 7
。

6

1 2 2

5 8 0

5 8
.

6 1 2
。

2 7

1 9
.

35

(二 ) 拦沙效益 小流域治理与不治理及治理程度不同
,

在相 同降雨条件下
,
其水土保持效

益明显不一样
。

治理好的
夕
实现了林草固土护坡

, 工程蓄水拦沙
, 涵养水源

,

增加 了 地 表 水入

渗
, 河道淤积少 ; 如大埠槐小流域治理程度较高

,
沟道内没有块石

、

卵石
,

只有数 量 很 少 的泥

沙 ,
据测泥沙量仅 21 m

“ ;
而治理差 的小流域

,
则是另一番景象

, 如明光寺小流域主沟内 从 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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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下游出 口 ,
堆满了大石

、

块石
、

卵石
夕 淤积深 1 ~ Z m 之间 ,

块石几公斤重
,
大石 几 十 公 斤

重 , 甚至有上千公斤至上万公斤重的数十块大石
, 流域出口淤积少量的泥沙

,
而大部分泥沙随洪

水流到下游
。

据测主沟内淤积块石
、

卵石及泥沙 3 4
.

8万 m
“ 。

岸边有一篮球场平均淤深 o
.

s m ,
致

使停止使用
。

经测算分析
,
大埠槐小流域拦沙效益为 90 % ; 而明光寺小流域仅为 5 %

。

采用同样计算方法
,

分析比较出蒙阴石泉小流域和温村小流域的削减洪峰效率及拦沙效益
,

见表 3
、

表 4及表 5
。

表 3 石泉
、

温村小流域自然及社经概况

小流域

名 称

面积

( k m
Z )
水 系

村数

(个 )

人 口

(人 )

人均收入 (元 ) 人均 口粮 ( k g )

治理前 治理后 治理前 治理后

石 泉

…
3 2

·

2

“ “

{
2 0

沂河
风化花岗
岩片麻岩

5 2 0 0 1 2 4 1 2 6 2
。

5

沂河
风化花岗
岩片麻岩

6 { 5 6 2 8 3 1 2
。

5

表 4 石泉
、

温村小流域治理情况比较

田一梯孙一刊怕一水一小流域

名 称

水土流失
面 积

( k m
Z )

治理面积

( k m
Z )

治理程度 水保林 环山路

( % ) (亩 )

经济林

(亩 )

塘坝

(座 )

谷坊

(座 ) ( m )

0n00n曰nU1占nU
6n
éOd

3石 泉 2 9
。

8 2 5
。

5 9

温 村 1 9
。

1 1 1 2
。

9 7

6 5 0

2 70

90 0

45 0

85 0

9 1 8

表 5 石泉
、

温村小流域削减洪峰流 t 比较

小流域

名 称

总面积

( k m
“ )

治理程度 林草覆盖度

( % )

拦沙效益 降雨 ( 5 0

年一遇 )

( m m )

治理前 …治理后
产 流 } 产 流
( m

”
/ s ) 1 ( m

“
/ s

{

肖」减洪
峰效率

( % )

…治理后单位

( % ) ( % )
面积产流
( m

3
/亩 )

8 5
。

4

5 4
。

4

1
。

7 2

6
。

3 3

.

!
.
.lse

..

.

!
.

se
se.
III

gd
1.上41丫

!
.

!l!
se!!
.

9é4
n6n凸1 7 0

1 7 0

一|!…
一一一8668一

石 泉 3 2
。

2

温 村

37 8

2 7 7

二
、

水土保持措施对减灾的作用

在分析了上述 4条小流域的治理及削减洪峰流量情况的基础 上
,
我们还重点考察了三县重灾

小流域水土保持效益情况
。

事实证明
,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对减轻洪涝灾害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

(一 ) 沟道治理保护了沿岸村庄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在沟道上选择适当地理位置
,
修建一

些塘坝
、

谷坊及顺河坝
,

能够拦截上游来沙
,
截流部分水量

,
缓解洪水流量

,
控制洪水漫溢

,
避

免下游河道淤积和洪水猛涨
,
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

这次暴雨
,
平邑姜庄小流域沟道治理

工程拦沙 11 2 48 m
“ ,

蓄水 15 。万 m
“ ,

保住了两岸 18 5户人家和 1 0 00 亩 良田
, 尤其是保护 了 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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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管理区联中 3 00多名小学生的安全
。

据当地人介绍
, 1 9 8 9年一次暴雨

,
降雨量 90 m m

,

结果

洪水冲倒校园围墙
, 洪水进入教室 0

.

s m 深
,

校院积水 l m 多夕
致使学生停课达 10 天之 多

,

冲走

财物折合人民币 40 万元
。

而这次降雨 1 85 m m
夕

附近学校则未遭水害
,

(二 ) 林草措施拦截降雨
,

固土拦沙 , 增加坝体抗冲能力 暴雨中
,

林草措施有效地拦截了

降雨
,

树冠减缓 了降雨 卜降速度
、

井拦截少量雨水
,

地表草类等植被既减低了雨水下降速度
,

又

阻挡了地表径流的汇流
,

降低了雨滴溅击力
,

拦截了部分泥沙
,

稳定了坡而表土层和坝体
夕 增强

了抗冲能力
。

如平邑孙庄小流域
_

L游柳家村水库
·

库区水
_

!几保持实现了综合防治体系
,

林 草授 流

率达 86 %
,

这次寨雨洪水大
,

溢洪道下泻不及时
,

洪水溢坝而下
,

洪水冲刷坝体深 o
.

s m 多
,

露

出密密麻麻的树根 草根
,

大 人减缓
一

f 洪水冲力
,

减轻了泥沙冲刷
。

因 }厄
,

既保护了水库
夕

又保护

一 l; 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

(三 ) 蓄水工程有效地缓解了雨后旱情 在小流域治理中修建的塘坝
、

大 1 1井等苟水」:程
夕

不仅减缓了洪水来 曦夕
减缓 了洪水冲力

,

而 jJ 还能够蓄水灌溉
,

解决人畜用水困难
,

缓解 IJd后
’ : t

情
。

这次暴雨后夕 平邑
、

蒙阴和沂南
_

:’. 县普遍出现了
一

旱情
,

造成部分地区农作物绝产
。

由于流域

内修建的蓄水工程在晕雨中均已 蓄满
,
有效地缓解了雨后旱情

,

蒙阴石泉小流域 21 座塘 坝
、

2 17

座蓄水补坊
, 这次暴雨箫水 1 05 万 m

`J , 雨后一个多月没有
一

! ; 雨 , 不 仅保证了当地人 畜用水
夕

而且

有效地缓和了农田和果园早睛
。

(四 ) 综合治理
,

减灾效果明显 小流域的山
、

水
、

田
、

林
、

路
、

渠综合治理
,

形成了立体

保护体系
夕

减灾效果明撇
, 以乔

、

灌
、

草组成的水土保持防护林
,

有效地拦截和减轻了暴雨对地

而的溅击力 ,
减缓了径流流速

,

减轻了刘
一

丧层土的冲刷夕 以水平梯 田
、

水平阶和堰边条花相结 合

的坡血田间防护体系
,
大大延 长了地表径流的汇沥。时间

,

减缓了洪峰流星的集中
, 以水库

、

墉坝

和谷坊组成的蓄水拦沙 l 程体系 , 不仅分段节节对洪水缓冲
夕

而月
.

拦蓄了部分水 鼠
,

有效地降低

了河道水流速度
。

平 邑大埠槐 ,j’ 流域北王庄 , 自柑 8洲厂米 夕 狠
一

呱了水土流失区的综合治理
夕 5年

完成整地 3 50 亩 , 价造经执 材
`

,例 亩
,

地月纤过花 12 万墩
、

水保林 S O C亩
,

修建塘坝谷坊 1 8 座 夕 蓄水

池 13 个夕 石砌渠 3 S Go m
,
修筑环山路 s k m , 治理程度达 1 00 %

,

林草覆盖率达 8 4 %
夕

达 到了小

流域徐 合治理标爪
, _

要求
。

这沙暴雨Z h 3 O m i川洋雨28 Om m 夕 该村遭受危害较轻
,

冲毁渠道仅 10 m ,

受淹农川仅 2 亩夕 水保措施元好率为 。 8 %
。

州
“ !

议江老人说
: 1 9 5 7年那场暴雨

夕

没有这次大
、

快
、

急
,

丁I t子
l

叮通 l丙{ ;卜橄
`、

索”!
l

刷延宽 好多 ( , : 夕 ;
;

l
,

二女农日1 1。。多 }i「,

群众 .] :: 于」、安 J升乐业
。

沂南县大岭小流域
,

自 19 8 3年列为币点小流域详浏
`
后

夕

坚于寺小流域综介治理 , 至 19 9 。年已初 步柑到治理
,

抓
;

经验收台

格
。

19 9 0年 7 月 2 4 日降雨 2 85 m m
,

对该小流域没有造成较大损失
,

绿色植被保持完好
。

三
、

几点主要经验教训

通过我们实地对
_ 一

三县小流域治理情况及水土保持效益调查
,

有代表性的反映出我省水土保持

工作的成绩
夕

建囚村多年米
,

我省水土保持措施经受了这次百年一 遇的暴雨考验
。

为 了进
`

步完

渗我省 水上保持 ! 作 , 特提以下建议 :

、
) 我省推广的砂石山区 “ 山顶松槐

一

草戴帽
,

山腰 }
二

鲜果缠绕
,

山下梯 田 种 粮 油
,

堰插
` _

讨七
’

和
`
汽条

’ ,

沟建 蓄水拦沙坝
夕

果园粮田渠配套
” 的治理模式是正确的

, 集中体现 了以

防治水 I: 流失为中心 , 以改善生态环境和农林牧业等生产条件为 目标的战略思想
夕

因此应进
一

步

坚持介
。好

。

努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 最终实现生态

、

经济的 良性掂环
。

( 二 ) 在水土流失区
, 应进一步搞好水土保持工作

, 加强综合防治
,

这不仅保 护 了 水 上资

源
, : :

父善了生态
、

经济环境
,

而且有效地抵御了自然灾害的袭击
夕

减轻了洪涝灾害造成的危
` .

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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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
。

(三 )小流域治理
,

必须坚持山
、

水
、

田
、

林
、

路
、

渠综合治理
,

搞 单一措施是不行的
。

单

一措施抵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
, 极易毁坏

。

平 邑姜庄小流域
,

先修环 山路
,

坡面治理没跟 卜
,

这次暴雨
,

造成路面 13 处塌方和冲刷
, 冲走泥沙 1 1 40 m

“ 。

因此今后必须进一步抓好小流域的综

合治理
。

(四 ) 沟道 治理
,

必须实行
_

l二程措施与林 草措施相结合
,

井应从生物措施入手
,

这次特大暴

雨表明
:

草护坡 比石护坡好
。

蒙阳温村小流域
,

河道岸堤植树种
一

草的冲刷较轻
夕

没有林草保护的

沁刷较重
。

笔者实地观察到有一段河岸边坡没有林草保护
,

被洪水冲刷
,

毁坏严重
,

造 成 : 。。 m

长的岸边道路中断
,

影响了当地交通和群众生活
。

(五 ) 小流域治理
,
在重视蓄水保土措施的同时

,

还要 玉视排水系统设计
。

水土保持坡画工

程和沟道工程设计标准较低
, 只能拦蓄一定雨强和雨址的暴雨径流泥沙

夕

因此在设计时应考虑超

标准洪水的问题
。

如平 邑姜庄小流域顺河坝
,

部分河段因设计时没有考虑侧面来水
,

没有设 计排

水 「! ,

遇暴雨洪水造成坝体冲塌
。

(六 ) 小流域治理必须严格按照科 学规律办事
,

既要按规划设计规范实施
,

也要加强水保工

程的施工质量
, 克服 “ 经验 ” 施工

,

忽视科 学性的思想
。

如有的塘坝凭
“ 经验 ” 来选取溢洪 卜l尺

寸大小
;
有的顺河坝没有回填压实

,

暴雨中造成溢洪口 过小而垮坝或河坝不稳而冲倒
,

教训是极

其深刻的
。

世界银行贷款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实验室批准实施

“
重点 学科发展项 口

”
世界银行贷款一一黄土 高原土壤侵蚀与早地农 业因家重点实验

几找
,

在中国科学 院和
西北水土保持研 究所领导的重视和关 心

一

「
,

经科技人员的努力
,

现 已进入建设实施阶段
。

该项贷饮连 同囚 内配
套资金近 600 万人民币

。

为了用好这笔贷款
,

西北水保所的领导和 科技
、

管理人员对项目计划
、

仪器招标 及 软
投入 (合 作研究

、

考察访问
、

士音训及 图书
、

软件等
,

进行
一

了填密地论证
,

作 r 精心安排
。

{ l前
,

买验室 {1勺各项
前期工作进展顺利

,

预计在 1 9 93年将全部建成运行
。

实验室建成后
,

经国家验收合格
,

它将 直接进入国家重点实验室 序列
。

这必将促进
_

L壤浸 蚀与旱地农业 科
字研究

;
`

J发展
,

加速黄 上高原的治理开发及 为
“
治黄

,
减少入黄泥沙服务

。

{`钱而
,

也必将 吸引国内 外 著 名 专
家

、

学 汗进行合作研究
。

以追踪国 际科 学发展 前沿
,

开展高水 平的科 了开工 作
,

促进 人才交 流与学科交又渗透
,

推功我 111 土壤侵 蚀与旱地 农业科学更 加深入系统地发展
。

实依途相保根据侵蚀与早农 的学科现状及发展趋势
,

从我国
“ 四化

,
建设中 沙匕收人 l飞弓题灼迫 切需 要出发

,

少卜铆 g

验室的从础和特点
,

准称主要研究方 向
:

研 究 价土 高原土壤佼蚀过 程及止口 j 土堆退化
、

早地农业 及生态环境的
互 关系 ; 一

卜早逆境下 作物生理生态与土壤水分
、

养分循环机理
;
防止 L壤仪蚀及提 高 旱农 生产 力的综合有效

径
。

实验室将看重把土壤佼蚀与提 高早农生产 力
,

作为统 一体进行综合性
、

越础性研 究
。

推进黄 土高原水
_

l几

持工 作
,

提 高早农生产力与改善生态环境
,

为国家宏观指导黄土 高原的决策性和战略部 局提供可靠 的 科 学

据
。

并可望实验室 进一 步成为我国侵蚀 与旱农 优秀青年人才的培养中心
。

韦冲卜óóóóó卜óó冲伸陌卜óó
.

协卜óì
.

卜冲护详卫」口 L生 卫卫 通渔』卫』七三』卫卫卫卫三旦色遭里渔七L 旦二渔卫渔 旦立鱿』 卫 渔 竺卫三遭卫卫」 生 见』卫」`免通」 生生卫卫夕 竺卫 里诬三』三』生渔 - 竺卫注渔三」匕里主里』王生纽卫注

实验室全称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黄土高原土玻俊蚀与旱地农业国家盆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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